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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之目的在瞭解海峽兩岸小學高年級學童對於全球暖化課題相關知識、態度及行為意向之差異研究。研究方法採用問

卷調查法，以台灣中部地區和大陸上海市學童為研究對象，並以獨立樣本t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卡方檢定與Person積

差相關等方法進行量化研究。 資料分析結果顯示，兩岸在宣導全球暖化相關知識上，研究對象獲得知識的來源主要是從老

師或學校課程，上海都會區學童從電腦網路獲得暖化知識訊息比台中市學童多一成四；台中都會區學童從政府宣導獲得暖

化訊息，比上海市多一成三左右；針對聽聞全球暖化課題上，研究對象超過九成以上的學童熟悉溫室效應、全球暖化和節

能減碳；在聽聞舉辦全球暖化或節能減碳的相關活動，只有四成左右學童聽聞過政府和學校單位舉辦全球暖化相關活動，

更有高達七成多學童未曾聽過社區或民間團體舉辦活動，顯示出兩岸在舉辦全球暖化相關活動應進一步結合民間企業與社

團組織的力量，加強社區和民間團體的推廣。 在兩岸學童全球暖化知識探討中，台灣中部地區學童知識得分六成多，並沒

有因學校區位的不同而有顯著差異，上海市學童知識得分與台灣地區學童的得分差異並不顯著，顯示出目前兩岸小學學童

的全球暖化相關知識表現一般，須提升全球暖化課題的相關知識。學童不同背景變項與全球暖化相關知識表現結果，台灣

地區呈現出家長教育程度較高，學童全球暖化相關知識得分較佳，另針對兩岸都會區學童的全球暖化相關知識調查，台中

市學童在全球暖化的衝擊與影響和環境行動策略的知識與技能得分表現略優於上海市學童。在態度面向個人責任感中，台

灣地區女生的得分表現優於男生，大陸地區男生的個人責任感得分優於女生，這與一些相關研究的結果不同，可能是社會

文化或國情不同產生的結果，這有待日後對兩岸學童環境教育有興趣的研究者，針對性別上的差異做更深入的探討。在全

球暖化相關課題的知識、態度和行為意向的調查中，兩岸學童在全球暖化相關課題的知識、態度和行為意向三者間呈現出

正相關性，顯示出學童具有正確的環境知識和態度，解決環境問題時，較能表現出正確負責任的環境行為。 總的來說，兩

岸學童在全球暖化相關的環境知識表現上並無顯著差異，知識訊息來源也相當多元化，這可能與近年全球暖化已成為環境

顯學的國際趨勢有關。兩岸學童在環境行為實踐上差異並不顯著，這顯示大陸地區除了在硬體建設快速進步之外，在軟性

的社會文化環境保護課題上也已呈現急起直追的趨勢。 兩岸雖然有不同的環境教育政策，其對環境保護的目標是一致的，

建議政府單位能深化海峽兩岸教育交流，推廣社會正義、合作、尊重、關懷的台灣特色，發揮教育的軟實力，打造出未來

台灣地區國小學生的綠色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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